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房志春 华明宇 报道
　　本报微山讯 11月8日，微山湖稀土产业研究中
心在微山县揭牌。该中心将与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
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专家团队合作，聚焦稀
土产业核心技术攻关、新材料开发与应用、相关产业
延链补链等领域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微山县是全国第二大轻稀土产地，发展稀土产
业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条件。近年来，
微山县将稀土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首位产业重点打
造，做好稀土产业链条延伸、集群膨胀文章，招引中
稀（山东）稀土总部落户，规划建设开发区稀土产业
园和韩庄稀土产业园，在建稀土合金、磁性材料等重
点项目7个，年产值有望突破50亿元。创建稀土领域
省市级创新平台7个，入选省级人才项目1项，承担国
家和省级重点研发项目3项。

微山湖稀土产业

研究中心成立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孟孜遥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7日，记者从济宁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济宁市国资委充分考虑市属企业产
业布局现实和发展需要，从提高核定标准、严格核定
程序、加强日常监管、严肃追责问责等方面进行精准
管控，印发了《济宁市市属企业主责主业管理办法》。
  为明确企业主责，该办法首次明确主责概念，将
企业的战略定位、核心功能、重要使命和重大责任归
纳为企业主责，根据主责确定主业、拟培育主业。按
照“从严管理”总基调，坚持“聚焦核心功能、坚持高
质量发展、加强科学管理、强化责任落实”管理原则，
推动市属企业心无旁骛攻主业。市属企业可设主业
和拟培育主业，主业数量一般控制在3个之内，此类
业务有定量的经营指标限制；拟培育主业可以选取1
个产业进行培育，此类业务有定性的方向性限制。

济宁印发市属企业

主责主业管理办法

  □记者 王浩奇 
  实习生 孟孜遥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2日，济宁市“儒韵清风·清
廉剧场”首演暨廉洁戏剧进党校活动举办。
　　“儒韵清风·清廉剧场”由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市纪委监委机关开办，常态化展演廉洁主题戏
剧节目，高质量推进清廉济宁建设，抓实抓细党员干
部廉洁教育，以优秀廉洁文化作品浸润人心、砥砺品
格。首场演出剧目《闯关赴任》是一部以廉洁家风为
主题的山东梆子剧目，取材于刘温叟厚谢拒礼的故
事，入选2023年度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
持项目、全省十大优秀廉洁剧目和全国小戏小品展
演名单。

“儒韵清风·清廉剧场”

首演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市慈善总会共同举办老科技工作者困难救助
慈善基金首批捐款捐赠活动。
  据了解，此次设立的慈善基金旨在关爱老科学
技术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该基金
的资金来源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爱
心人士的自愿捐款，总目标为300万元。该基金将用
于老科技工作者的家庭困难救助、节日慰问以及其
他特殊困难救助等。
  在捐赠现场，共筹集善款15.38万元，作为首批捐
款移交给了市慈善总会。济宁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和市慈善总会将严格按照法规政策管理和使用
这笔基金，确保善款能够切实帮助到需要帮助的老
科技工作者。

济宁启动老科技工作者

慈善救助基金捐赠活动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骆青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0日8时，2024济宁太白湖半
程马拉松在济宁体育中心鸣枪开跑。近万名马拉松
爱好者齐聚太白湖畔，用奔跑感受一段浪漫的文体
之旅。
  2024济宁太白湖半程马拉松以“跑过千年文脉，
最美太白湖畔”为主题，设置半程马拉松、欢乐跑/亲
子跑两个组别。比赛线路途经济宁体育中心、济宁
天立学校、京杭大运河、太白湖景区、济宁文化中心、
济宁金融中心等地点，全程串联起人文历史、自然风
光、都市时尚，全景式展现太白湖新区城市形象。

2024济宁太白湖

半程马拉松举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翠翠 包庆淼 报道
  本报泗水讯 “老来难，老来难，人人都得过老
年。你若是个孝顺子，后辈儿孙孝着咱。你若今生
不孝顺，后辈儿孙学着咱……”初冬时节，在泗水县
各村百姓大舞台时常能听到华龄志愿者陈金茹创作
的这段山东琴书《老来难》。陈金茹绘声绘色的表演
感动了台下的乡亲们。
  今年63岁的陈金茹退休前曾任泗水县文化馆副
馆长，退休后，陈金茹发动了十几位文艺爱好者，加
入泗水县华龄志愿者协会，每年开展文化下乡义务
演出100多场次。
  2018年春，泗水县委组织部牵头，整合全县老干
部志愿队伍，注册成立了泗水县华龄志愿者协会。
协会实行项目化运作，围绕助力乡村治理主题，精心
设计“银枫孝道”、老干部“乡村儒学讲堂”“银龄互
助”等1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目前，泗水县华龄志愿
者协会在册会员达1600名。

泗水1600名华龄志愿者

活跃乡里

  □ 本报记者 孟一 高峰
   本报通讯员 张艳 李骁

　　10 月31 日下午2点，鲁源小镇项目团队
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掀起关于研学旅行课程
设计的“头脑风暴”了。来自江苏无锡的拈花
湾创意团体先是掏出了一份181 页的PPT，
系统阐释了自己设计初衷，随后，双方就课程
体系底层逻辑、儒家文化融合度、文化创意边
界等展开了深度的意见交换，不知不觉间，窗
外的天黑了下来。
　　“虽然当下的研学旅游日趋成熟，越来越
注重文化阐发和孩子们的体验，但很多时候
依然流于表面，我们希望鲁源小镇能有个系
统性突破！”说话的，是鲁源小镇项目总负责
人朱厚霖，1997年出生的他不仅注重工程建
设的进度和质量，更早早地开始为后续的项
目运营铺路。在他看来，鲁源小镇项目作为

尼山圣境的二期和配套工程，相较于侧重大
文化、大文旅的一期有着很大差别，更强调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落地，而研学旅行，正
是最合乎时代特质和青年需求的出口之一。
　　鲁源小镇项目位于曲阜市东南25公里的
尼山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总建筑面
积约38万平方米，前期已完成首开区建设。目
前正在建设中的曲阜尼山儒家文化研学核心
区，主要由立技、怡情、从心三大板块构成，共
计122个单体建筑，其中包括客栈区域48个单
体、商业及后勤区域74个单体（自营研学、文旅
景点13个单体，自营商铺13个单体）。项目整体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基地、世界级人文
旅游目的地”为总定位，以“明礼生活方式”为
核心文化主题，立志于在进一步拓宽尼山圣境
文旅内涵的同时，隆起国内研学旅行高地。
　　要在全国范围内树起研学旅行的“标
杆”，只有厚实的文化“家底”和高标准的配套

建设是不够的，关键要看如何突破“薄学多
游”的旅行社模式，并在项目各单体建筑的文
旅内容设计中，分门别类地挖掘出文化真知、
创新出文化趣味、搭建出研学体系。
　　“以七巧阁单体建筑为例，我们计划将其
打造成一个拥有‘两副面孔’的古建筑体验中
心。在这里，游客和研学团队既能了解传统古
建知识、操起工具制作鲁班锁等榫卯结构玩
具，还能接触到广受青年人欢迎的创意乐高产
品、用颗粒积木搭起孔府孔庙……中西合璧、
古今交融的设计，就是为了能拉近传统文化与
当代人之间的距离。”鲁源小镇项目工程师杨
印政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兴趣”应是
最好的老师。所以，他们正努力赋予每一个单
体建筑以不同主题的文化创意呈现，并在穿点
成线后，使整个项目区域成为一个系统阐释儒
家文化内涵的开放式研学旅行空间。
　　“如果说，尼山圣境一期展示的是‘世界

的孔子’，代表了儒家文化的至高站位、至远
影响；那么，二期的鲁源小镇项目则是在创造
一个情境学习的景区范式，打造一座没有围
墙的开放‘校园’，带游客和研学学生走入‘孔
子的世界’。”朱厚霖表示，项目将坚持采用

“内容+场景”的设计思路，以中正礼序的格
局为骨架，设计串联起各个文旅、研学板块，
最终将情景课堂与体验场景完美融合，形成
全域性沉浸式体验。
　　引人注意的是，辖区内的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联合研究生院项目也已于今年5月开工
建设。项目启用后，不仅会作为儒家文化传
播与研究的又一重要平台，还将通过与尼山
圣境项目的合作，进一步丰富、提高研学旅行
体系建设的层次和层级。鲁源小镇项目启用
后，将有效盘活周边文化资源，汇聚为一个集
大文化、大旅游、大教育于一体的产业融合创
新示范区。

从从““世世界界的的孔孔子子””到到““孔孔子子的的世世界界””，，从从文文化化阐阐发发到到文文化化创创意意体体验验。。鲁鲁源源小小镇镇————

隆起国内研学旅行高地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 一

  初冬时节，济邹高速项目建设一线热火
朝天。京杭大运河两岸，吊臂挥舞，焊花闪
耀，爬模上传来“叮叮当当”的施工声，两座高
90多米的“A”型主塔耸入高空，形成隔岸对
立之势。跟着无人机镜头沿着斜拉索延伸的
方向望去，一条“长龙”初现雏形。
　　“济邹高速项目建成后，将连接济徐、济
微和京台高速，不仅能缓解济宁南二环的交
通压力，还将和济微、济徐、日兰三条高速形
成环城高速闭环，优化贯通济宁主城区的路
网连接，成为全省高速公路网中的重要连接
线。”济邹高速项目办总工程师王瑞强介绍，
作为山东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和济宁市
挂图作战一级星标项目，济邹高速项目可谓
当前济宁市高速公路网的一个“点睛之笔”。
　　如何保障重点项目的质量、安全和进度？

奋战在建设一线的干部职工正在用实际行动
作答。
　　“进入第四季度，我们项目吹响了冲刺的
号角，争分夺秒赶工期，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
任务目标。”11月11 日傍晚，王瑞强正坚守在
济邹高速京杭运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指导施
工人员攻克技术难点。他告诉记者，济邹高
速全线需搭建42 座桥梁，结构多样、工艺复
杂，重大风险源较多，必须倍加重视。
　　作为济邹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京杭大
运河特大桥全长5 . 667 公里，主桥长466 米，
设计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项目建设面临地
质条件复杂等不利因素，我们将主桥的桩基
深度下沉至110 米，确保主桥稳定性。”济邹
高速十二工区156#主墩技术负责人田野介
绍，他们抽调施工处、工程部、试验室的技术
骨干成立了以党员带头的突击队，日夜倒班
交替施工，只用了2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桩
基施工。

　　“A 型主塔的塔柱和主梁的施工必须环
环相扣，才能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施工现
场，田野指着一张密密麻麻的施工图介绍。
他们将整个塔柱的施工分成17节，按照15天
一个大周期、每天一个小周期细分工期，并将
施工队伍分成两个班组，密切配合施工，每一
个人每一天做到哪一步，均作明确安排，确保
塔柱和主梁进度吻合。照此进度，预计明年5
月将实现主桥合龙。
　　济邹高速起点位于京台高速峄山互通立
交处，终点位于济徐高速机场互通立交南约
2 . 65 公里处，全长61 . 99 公里，沿途桥梁、涵
洞、立交众多，变电站、高压电网分布密集，施
工条件复杂，安全管理工作难度大。
　　穿越济宁市南水北调中水区的济邹高速
太白湖南互通以及连接线，就曾面临前所未
有的技术难题。“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出现
路面沉降和塌陷，引发安全事故。”王瑞强介
绍，他们多次组织技术人员研讨攻关，一方面

建立包含多种传感器铺设的立体化沉降变形
与安全稳定监测方案，实现建设区和运营期
路基沉降变形、水平变形，以及边坡稳定的连
续式全尺度全时域自动监测预警。另一方
面，在设计上采用C80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碎
石换填、强夯等多种软基处理方式，从根本上
解决了水中路基工后沉降超限的问题。　
 　质量和安全还来自信息技术手段。济邹
高速项目部建成信息化智慧管控中心，实现
了对整个项目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控，通过
实时数据上传、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实现对
工程实际进度的实时监测和管控。
　　每一个细节的管控、每一处难点的攻克，
铸就着一个项目的高质量成色。截至目前，
济邹高速公路项目路基、桥涵工程均完成
70%以上，桩基和墩柱完成量均超过95%，路
面完成近30%，总体进度完成一多半，较目标
进度提前了4个多月，预计将于2025年11月
完工。

济邹高速将闭合济宁环城高速，连接济徐、济微和京台高速，预计明年11月竣工

落好点睛之笔，连起高效路网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吴丛 张勇
　　
　　项目还在建设中，大批的订单就已纷至沓
来……日前，小松（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松山东”）接到来自印度尼西亚
的千台挖掘机“大单”，又一次点燃了“一带一
路”上的贸易爆点。当下虽已入冬，可不论是旺
盛的市场需求，还是因项目落地不断向济宁聚
集的各类产业资源，都在敦促着小松全球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项目以更高质量加速建设。
　　“目前，我们有8个车间、3个综合楼等11
个单体正在建设中；焊接车间和装配车间已
经完成墙面板和屋顶板安装，进入到地面设

备基础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前陆续进入部分
设备调试阶段；油机车间、HD重卡车间、进出
口仓库等也将尽快启动建设……”11月11日，
济宁高新区高端装备产业城管委会项目招商
负责人张明川一边带记者现场了解项目的建
设进度一边介绍，所有单体建筑将于2025年
底前完成建设和设备调试安装，整个园区于
2026年上半年实现全面投产运营。
　　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是日本
小松公司的第三个全球供应基地，项目建成
后，将承担起占据全球70%产能的零部件生
产任务。与此同时，这里也将是中国地区唯
一一个产品涵盖5T— 6 0T液压挖掘机和
HD1500重型卡车的生产基地，并将现有的挖

掘机PC-8技术平台提升到PC-11，实现跨越
两代的技术更新。
　　HD1500重型卡车是一种百吨级的矿用
卡车，作为日本小松公司的高端拳头产品，此
前一直没在国内生产。此次登陆中国，不仅
进一步丰富了济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产品
品类，更迅速吸引了包括大京机械、兴和机械
等 5 个外资企业带项目同步跟进。截至目
前，大京机械已经基本完成厂房建设，即将进
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兴和机械正在进行钢
构施工；高周波钢业已经完成地面基础作业，
即将进入钢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日本小松
公司全球首个“主机+配套”高度融合的全产
业链集群，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

的产业龙头带动作用在外协项目的同步建设
中也得到了有效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
地项目实现了和日本小松公司大阪新工厂的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设计和建设均
参照世界一流DX智慧工厂标准，在绿色化、智
能化和自动化领域都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对加速打造制造强市的济宁而言，小松
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在区域内竖起了
DX智慧工厂的样板。”张明川表示，下一步，小
松山东将深度联通外协企业，共建具有全球视
野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以更强的产业链吸附效
应和市场适应力，持续拉高济宁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层级。

新项目将成为小松在全球首个“主机+配套”高度融合的全产业链集群，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地———

竖起DX智慧工厂样板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树锋

  在济宁市兖州区颜店新城西北部，一座
座厂房拔地而起，车间内部，机械轰鸣声此起
彼伏，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
  “这里是投资140亿元的宁德时代新能源
电池基地项目现场。”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建
成后这里将成为北方最大的新能源产业基
地，下一步将进入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
段，预计明年3月份投产。
  初冬时节，兖州区的重大项目建设正在
如火如荼推进：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基地项

目、华勤集团高端橡胶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太
阳纸业新材料产业园二期等一批重大项目正
在有序推进。今年以来，兖州区10个省重点、
18个市重点、63个区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
超过60%，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
赋能。
  “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
支撑、强引擎和动力源，也是优化供给结构、
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举措。兖州区坚持‘项
目为王’理念不动摇，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集
中力量向前冲，全面掀起项目建设新热潮。”
兖州区委书记王庆说。
  据了解，近年来，兖州区坚定不移“大抓

产业、大抓项目、大抓发展”，坚持不懈打好助
企攀登、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三大组合拳，持
续优化项目建设环境。
  为了营造重大项目建设好环境，兖州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问题收集、分类、
处理等闭环管理机制。坚持减时限、减环节、
减材料、减费用、增便利“四减一增”原则，相
继推出“跨域通办”“双全双百”“静默认证”等
改革举措。创新“产业+套餐”等审批服务新
模式，与省内外70个县（市、区）签订“政务服
务‘跨域通办’合作协议”。
  兖州区注重招引一批“链主型”企业，相
继打造新能源上下游配套产业，新能源产业

之都、元禾能源智能制造加速落地，实现产业
集约集聚集群发展。积极推动供销文创、伊
莱特高端齿轮箱、斯卡特高端门窗等一批产
业升级和跨界融合项目的招引，打造未来经
济增长点。
  项目建设“加速跑”，离不开各项要素保
障。兖州区进一步优化重大项目建设指挥
部架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实行区级领导包
保、挂图作战、一线攻坚、蓝黄红“三色管理”
等推进机制，协调各种要素资源，构建了全
流程帮办、全链条保障、全生命周期的项目
帮办服务体系，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
增效。

要素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冲刺
兖州区：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均超过60%

编编者者按按

  谋划好、落地好、建设好重大项目，是保障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临近年关，《大众日报·济宁新闻》再次聚焦地方2024

年重点项目，深入一线看进度、聊发展、话未来，生动再现重大项目“冲刺跑”的情与景，倾力烘托打好全年“收官战”的气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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